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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植物铁芒箕生态特征及其效益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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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要

该文通过对铁芒箕茎叶持水量
、

地面温度
、

降雨
、

蒸发
、

土壤含水量的调查测量和对其生态

特征
,

水土保持效益的分析
,

表明
:

铁芒箕喜阴喜湿
,

特别适合湿热多雨的亚热带生长
,

并具有明

显的护坡保持水土效益和经济
、

社会效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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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芒箕 ( D ic ar n
oP et r l’s ill

z

ae ir : ) 别名芒箕骨
、

芒箕
。

是裹白科铁芒箕属多年生草本植物
。

它广泛

生长在南方花岗岩风化红壤
、

赤红壤
、

黄壤土层上
。

在水土流失缺柴区 80 %以上农户以铁芒箕燃火

煮饭
。

不同立地条件和坡位
,

芒箕生态特征有很大差异
,

北坡 (阴 ) 比南坡 (阳 )好
,

东西坡次之
。

山脚

比山腰好
,

山脊生长不 良
。

一
、

形态特征

1
.

根
。

铁芒箕根属甸甸根系
,

着地深 l ~ c3 m
,

根节生茎
,

根节间长 10 一 1 c5 m 不等
。

根须多而

小
,

能密集生长
。

主根横 向向外延伸互相
.

交错生长
。

2
.

茎
。

茎梗直立
,

一年生茎梗可达 15 一 3 c5 m
,

3 年生茎梗可达 50 一 80
o m

。

茎外皮呈角质
,

茎心

坚韧呈白色
、

黄白色
。

角质皮层与茎心间有间隙
,

折断茎梗可任意抽取茎心
。

收稿日期
: 1 9 9 2一 6一 1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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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.

叶
。

茎节部长出枝叶
,

叶柄长 1~ 3c m
,

叶片对生
,

长 10 一 1 c5 m
,

呈细齿状侧出偶数羽状复叶
。

羽状复叶背面等距离布满泡子体
.

坡位和立地条件的不同而茎节长短不一
,

北坡生长茎节长
,

比南

坡高 10 ~ 2 0e m 不等
。

二
、

自然条件对铁芒箕生长发育的影响

1
.

生物量
`

(见表 1 )

表 1 铁芒箕不同生长年限及坡向生物量比较

生生长年限限 北坡坡 南坡坡 北南坡平均生物量量 北南坡生生

(((年 ))) ( kg /亩 ))) ( k g /亩 ))) ( k g /亩 ))) 物量比比

11111 5 0 0
.

222 1 2 6
.

6 777 3 1 3
.

4 444 3
.

9 5
* 111

22222 1 0 3 0
.

0 111 2 1 6
.

6 777 6 2 3
.

3 444 飞
.

7 5
: 111

(((1 个复层 ))) 1 6 86
.

777 1 2 3
.

333 9 0 5
.

000 1 3
.

8 .
111

33333 1 0 7 2一333 1 5 5
.

5 555
.

北 南 坡 平
。。 卜卜

(((2 个复层 ))))))) 一 均 生 物 量量 6
.

8 9 . 111

平平均值值值值值值

表 l 表明
:

北坡 3 年生 (2 个复

层 ) 的铁芒箕产量最高
,

形成 2 个复

层后
,

密度过大
,

第 1 年生和第 2 年
”

生地上部分开始坏死
。

水
、

土
、

肥自

然条件不 同
,

南坡生长 3 年后生物

量逐渐减少
。

1 年生
、

2年生
、

3年生

铁芒箕
,

北南坡 生 物量
.

比分别为

3
.

9 5
,

1
、

4
.

7 5
,

l 和 1 3
`

8
:

1
。

北南

坡平均 生物 量分别是 1 0 72
.

3 k g /

亩和 1 5 5
·

5 5 k g /亩
,

其比 6
·

8 9
,

l
,

北坡优于南坡
.

`

义

2
.

土壤含水量
。

(见表 2)

表 2 表明
: 。一 3 c0 m 土壤平均含水量北坡是

南坡的 1
.

36 倍
,

为北坡铁芒箕生长提供了有利条

件
。

3
.

铁芒箕茎叶持水量
。

在同一立地条件 (相对

高度相同 )
,

同一时期内 (前期无雨 10 夭
,

1 9 90 年

6 月 1 6 日 )测量茎叶持水量
,

测量结果 (见表 3 )
。

表 2 北坡与南坡土壤含水量比较

样样品编号号 取样深度度 北 坡坡南 坡坡 北南坡比比

((((((( % ))) ( % )))))

000 111 0 ~ 1 000 2 4
.

888 1 7
.

888 1
.

3 9 : 111

000 222 1 1 ~ 2 000 2 4
.

666 1 8
.

999 1
.

3 0 : 111

000 333 Zl ee 3 000 2 2
.

777 1 6
.

3 444 1
.

3 9
. 111

平平 均均均 2 4
.

0 333 1 7
.

6 888 1
.

3 6 : 111

表 3 铁芒箕茎叶持水量测量结果

生生长年限限 北坡坡 南坡坡 北南坡茎叶叶

(((年 ))) ( % ))) ( % ))) 持水量比比

11111 7 1
,

333 5 7
.

888 1
.

2 3
.

111

\\\ 沐沐
5 6

。

555 4 3
.

111 1
.

3 1 . 111

(((1 个复层 ))) 4 1
.

777 4 0
.

555 1
.

0 3 : 111

33333 5 6
.

555 4 7
.

111 1
.

1 9 : lll

(((2 个复层 )))))))))

平平 均均均均均

表 3 表明
:

随着生长年限的增加
,

茎叶持水量

无论北坡还是南坡将逐步减少
。

1
、

2
、

3 年生茎叶

持水量北 坡南坡 比分别为 1
.

2 3 :
l

、

1
.

3一 l
、

1
.

0 3
:

1
。

北坡茎叶平均持水量是南坡的 1
.

1 9 倍
。

4
.

地形因素影响
。

( 1 )北南坡雨量接收
。

土壤

含水量和茎叶持水量
,

北坡比南坡高
。

土壤含水量

和茎叶持水量
,

是靠大气降水补给的
。

本区多年平

均降雨量 1 4 0 0 ~ 1 60 o m m
,

丰水年 ( 1 9 8 5 年 )为

1 8 8 8
.

6 m m
。

降雨受季风制约
,

热带风暴常带来大

风大雨
,

多发生 4 ~ 9 月
,

占全年雨量的 :.0 %一 80 %
。

1 9 8 9 年雨量更 为集中
, 4一 9 月雨量占全年的

8 8
.

7 %
。

雨滴受风力制约
,

夏秋两季常为南风
、

东南风
、

风力最大可达 6 级
,

风速 10 一 14 m s/
。

斜风斜

雨
,

致使北坡南坡接收雨量不同
,

南坡迎风
,

接收雨量小
.

北坡背风
,

风速相对减慢
,

接收雨量大
。

据

1 9 9 0 年 6 月测量
,

全月降雨 2 1 1
.

3 m m (标准雨量点 )
. ,

北坡接收雨量 1 7 4
.

s m m
,

南坡接收 1 5 2
.

s m m
,

北坡南坡接收雨量分别是总雨量的 82
.

7 %和 7 2
.

3 %
,

北坡接收雨量比南坡大 1 0
.

4 %
,

这是北坡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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壤含水量大
、

茎叶持水量高
,

铁芒箕生长 比南坡茂盛所在
。

( 2) 南北坡地面蒸发
。

据测量
,

北坡 6~ 8 月高温天气
,

平均蒸发量为 3
.

s m m
,

南坡为 4
.

4 m m
,

南

坡蒸发量 比北坡大 1 3
.

6 %
.

如 1 9 9 0 年 s 月 15 日
,

北坡地面蒸发量 4
.

4 m m
,

南坡为 5
.

Zm m
,

南坡蒸

发比北坡大 15
.

4 %
.

显然
,

南坡接收雨量小
,

蒸发量大
,

对铁芒箕水分的补给和维持正常的蒸腾不

利
。

也是铁芒箕茎叶持水量南坡小于北坡的原因
.

( 3) 南北坡地面温度
。

在相对高度相同的立地
`

表 4 地面温度与铁芒其生长关系

哎
条件下

,

北坡除铁芒箕生长茂盛外
,

乔灌木如木荷

(cS 人.;l n a S u P er b泛)
、

黛茹 ( aC
s t a ,:

osP is fl’s sa )
、

马尾

松 (尸 ;i拟:

am
s: 。 n

l’;a :。 z口从幻等均生长良好
;
南坡铁

芒 箕以及少量鹤鸽草 (尸鳍ho “ at h er
“ m cr 舀ilt u m

(几
u动 ) 泛

u ,: t人 )和姚金娘 (孙心一妙州
u s t

,
e ,卜

t os a )等均生长不良
.

南北坡
、

山脊地面温度与铁芒

箕生长关系 (见表 4 )
。

据 1 9 90 年 6 ~ 8 月高温天

坡坡 位位 6~ 8 月地面平均温度度
:

生长状况况

((((( ℃ 少少少

北北 坡坡 3 0
.

111 良
`

好好

南南 坡坡 3 9
.

777 不 良良

山山 脊脊 4 4
.

333 极 不 良良

气 14 h 测量
,

地面平均温度北坡 30
.

1℃
,

南坡 注
:

地面温度资料
,

选用中午 1 4卜资料
.

39
.

7℃ ,

山脊 44
.

3℃
。

北坡比南坡低 9
.

6℃ 二 山脊比南坡高
`

4
.

6℃ ,

比北坡高 14
.

2℃ ` 极端最高温

度 日 ( 1 9 9 0 年 7 月 2 6 日中午 1 4 h )
,

北坡地面温度 5 3
.

5 ℃
,

南坡 5 0
.

1 ,C
,

山脊 55
.

6 ℃
。

北坡 比南坡低
16

.

3℃
。

山脊比南坡高 5
.

5℃
。

北坡比南坡低 16
.

3℃
.

山脊比南坡高 5
.

5 ℃ ,

比北坡高 21
.

8℃ ;

以北

坡为例
,

从山脚至山脊
,

立地条件不同
,

铁芒箕生长亦有差别
,

山脚生长茂盛
,

山腰次之
,

越靠山脊生

长越差
.

离山脊 20 ~ 25 m 以上生长不良
。

因此
,

山脊以下 20 ~ 25 m 形成一条 自然铁芒箕生长线
.

生

长线以上被称为
“
和尚头

” 。

从铁芒箕 自然生长线至山脚进行土壤含水量和温度测量
,

结果表明
:

由

上而下含水 量 由 1 5
.

6 %增至 27
.

4 %
,

温度由 54
.

1℃降至 31
.

8 ℃
。

可见
,

芒箕喜阴喜湿
,

地面温度太高
、

过于干旱都不能正常生长
.

“
三

、

效益分析
「

…
.

1
.

水土保持效益
。

铁芒箕虽然浅根生
,

着地不深
,

但根能互相纵横交错
,

构成 网格状
,

对护坡
、

保

土有明显的效果
。

据小区测定计算
,

在同等降雨条件下
,

铁芒箕覆盖度 80 %
,

冲刷量 (大部分为植物

碎屑 )仅 0
.

0 6 6 t / (亩
.

a ) 比光 山 (对照 ) 2
.

9 3 t / (亩
.

a )
,

减少 9 7
.

7 %
。

2
.

经济
、

社会效益
。

水土流失区 80 %农户利用铁芒箕作燃料
。

由表 1 看出
,

北坡铁芒箕平均生

物量 10 72
.

k3 g /亩 (集约经营产量更高 ) ;
由表 3 表明

一

:

其茎叶持水量平均为 56
.

5 %
,

每 10 o k g 铁芒

箕鲜茎叶
,

可晒成 43
.

sk g 干燃料
。

3 年为一个割草周期
,

每亩可获 46 6
.

sk g 干燃料
,
平均每人每天

用燃料以 I Ok g 计算
,

可供 46
·

7 人 /天的燃料
。

若改善燃烧条件
,

效果更佳
。

对山地若能创造有利于

铁芒箕生长的湿度和气温
,

既有利于水土流失治理
,

又可缓解燃料缺少的紧张局面
,

减轻北煤南运

的运输压力
。

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
。

四
、

问题讨论 一

1
.

关于南北坡雨量接收问题
,

我区雨季在 4~ 9 月
,

受季风影响
,

此间以南风
、

东南风为主
,

风斜

雨斜
,

雨滴往往与雨量器构成不定夹角
,

影响雨量接收
。

本文所列举资料
,

仍视雨滴垂直降落资料
。

各次降雨雨滴与雨量器夹角不同
、

风力大小不一
,

雨量资料南北坡修正问题
,

.

目前资料不足
,

待后探
’

索
。

2
.

铁芒箕繁殖
。

现阶段主要靠自然飞抱繁殖
。

水土流失 区种植问题
,

停留在铁芒箕砖块移植上
。

关于人工铁芒箕抱子繁殖
,

还有待于今后实践中不断探索
。


